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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任溶溶：百岁童心铸就文学经典
刘采萍

我省古建维修史上首个参与的国家级对外项目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
神庙建筑群修复项目迎来主体验收

为世遗再现历史风貌贡献“河北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曾创作经典童话《“没头脑”和“不高
兴”》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
任溶溶，22日在上海辞世，享年100岁。（据
新华社9月22日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刹那，不知多少50
后、60后、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读者和
观众，心里“咯噔”一下：伴随几代人快乐童
年的小伙伴“没头脑”和“不高兴”，创作他
们的任爷爷去世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

随着新闻中披露了更多任老的生平，许

多读者这才了解到，原来那么多我们熟悉和
喜爱的儿童文学佳作，竟然都来自这位精通
英、俄、日、意四种外语的翻译家和大作家。
从《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铁木儿
和他的队伍》《匹诺曹历险记》，到最近几年
深受儿童和家长欢迎的《长袜子皮皮》《夏洛
的网》等，都是通过他如椽健笔与不老童心，
介绍给中国少年儿童，令一代又一代读者得
到经典文学的滋养。据报道，几十年来，任
溶溶创作和翻译的童书作品逾百种，国内销
量远超千万册。这位百岁老人不仅童心未
泯，他旺盛的创作力也令人赞叹。

任溶溶为什么能创作、翻译出这么多

流传于世的经典，以至被一些评论家认为
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彻底改
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他天才一般、
用半小时创作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
兴”》，为什么能成为无数人童年记忆中的

“欢乐符号”，每每浮现总惹人会心一笑？
任老曾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拥有永不枯

竭的创作动力，他说：“我翻译许多国家的儿
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读到世界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
和世界小朋友一道得到快乐，享受好的艺术
作品。”他对儿童的热爱，对中国青少年健康
成长高度负责的创作态度，是其笔耕不辍、

佳作不断的根本力量，也是他最值得儿童文
学创作者和翻译者学习的宝贵品质。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项对1144名
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47.6%的受访家长都
买到过盗版儿童图书；67.7%的受访家长担
心劣质图书对孩子成长发育造成伤害。这
些年，“有毒童书”已成全社会口诛笔伐、痛
心不已的大问题。然而，批评声浪虽高，市
场乱象仍频频发生，皆因在童书创作、出版
和推广过程中，有太多参与者已丧失了“呵
护童真，助力成长”的初心，被利益蒙蔽了
双眼，被铜臭玷污了精神。

留给儿童、留给世界美好礼物的任溶
溶老爷爷走了。未来仍然会有一代又一代
孩子从他的创作中得到欢乐，得到启迪。
我们也希望会有更多创作者、翻译者、出版
者和教育者，珍视任老留下的宝贵精神财
富，守住儿童文学的创作初心，擦亮中国孩
子成长的那片天空。

作家李浩长篇新作《灶王传奇》举行新书分享会

讲述具有当代意义的
中国式寓言

文化快评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9月
24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浩

《灶王传奇》新书分享会在石家
庄举行。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省
作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北
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的 20 余名
专家学者围绕该书的人物设定、
叙事结构、语言风格、思想意蕴
等艺术特色分享了各自的阅读
心得。

《灶王传奇》是李浩历时 10
年创作的长篇新作，现实与寓言
交织，传统与先锋并置。故事被
安排在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历史
背景中，以一家小豆腐坊里的末
流神仙“豆腐灶王”为主人公，描写
了他目睹、经历的种种人间烟
火。作者试图在天马行空的“非
典型”故事背后，开掘穿越古今、具
有普遍性的人事人情人性，探讨
人性的复杂性与世界的多样性，
在神话、历史、民间的外壳中，讲述
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式寓言。

“这本书饱含着我对这个世
界的理解和真情。”李浩谈到，在
书中，他尝试融入自己对生活和
生命的感受，对自我的审视，以及
自己的忐忑、犹疑和痛苦，尝试追
问生活，追问我们的未知和来
路。“我尝试讲好一个故事，一个
有魅力、有复杂性和吸引力的故
事，并‘唤醒’中国传奇、志怪和笔
记小说中一切可用的因素。采取
寓言、神话、变形的形式，并不是
为了拒绝现实，而是以一种更具
有艺术性的方式表达我对现实生
活的理解。”

作为“70 后”先锋派代表作
家，李浩具有远大的艺术雄心和
执着的艺术追求。在省作协副主
席刘建东看来，《灶王传奇》延续
了李浩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不
仅充满奇思妙想，而且具有深邃

思想，建造了一座属于李浩自己
的文学金字塔。“在现实主义写作
氛围浓厚的土壤中，写作空间决
定了文学视野。这部小说拓展了
长篇小说的写作空间，是一部披
着神话、传说与民俗外衣的现实
主义文学作品，引发了写作者对
现实认知边界拓展的思考。小说
的单线结构从意想不到的点出
发，给人以新鲜感，有着诗歌节奏
和韵律的叙事，蕴藏着作者独特
的文学叙事理念，繁复、重叠甚至
溢出的语言，深深打上了李浩语
言风格的烙印。命运是长篇小说
的灵魂。书中灶王的命运其实就
是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作者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巧妙地
融入其中。”

对于崇尚“智慧之书”的李浩
来说，他的小说绝不会就事论事，
他善于在小说中埋藏机巧，使其
繁复多义。省作协副主席、河北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认
为，《灶王传奇》是一部试图探寻
有宽度和厚度的“可能性”书写的
作品，显示了李浩丰沛的想象力
和虚构能力。

大多数读者评价一本小说是
不是“好小说”时，往往将故事的
可读性放在首位，进而关注故事
背后更深层次关于社会历史或人
情人性的深刻思考与表达，能否
得到认知、审美上的启发和领悟。
河北文学院副院长、青年评论家
金赫楠认为，《灶王传奇》显然是
一本相当达标的“好小说”。小说
的表层故事线是一个神话框架，
是以灶王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神话
谱系，主人公“我”以灶王的身份
穿梭在人世间，他的见闻经历串
联起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同时
又围绕他铺展出人间仙界的群像
与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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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
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评选结果
揭晓，由河北省戏剧家协会组织和选送的
节目中，共有14名小选手和1个集体节目
获得“小梅花”称号。“近几年，传统戏曲在
孩子们当中的人气逐渐攀升，参加小梅花
荟萃活动的小选手人数也逐年递增。期
待咱们河北能有更多‘小梅花’绽放在全
国的大舞台上。”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
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贾吉庆说。

“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
奖，也是对戏剧演员的极高认可及嘉奖。
那么“小梅花”呢？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
办、全国各省市戏剧家协会协办的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是一项全国性、高
规格的少儿戏曲艺术活动，参与对象为
16周岁以下少年儿童。这项活动被称为
戏曲界的“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中国戏曲艺
术的品牌活动，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发
展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贾吉庆介绍，今
年7月，第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河北省评选活动期间，我省共有251名小
选手报名参加，经过初评和决赛，从中遴
选出参加全国活动的选手。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戏曲
的魅力也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所欣赏、喜
爱。因为多年参与组织中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荟萃河北省的评选活动，贾吉庆见证
着河北“小戏骨”的不断成长。他发现，从
小就开始学戏的孩子们背后大都有着“戏
迷”家人的支持，或是出自梨园世家，从小
耳濡目染，学戏水到渠成，这其中能发现
不少有天赋的孩子。

获得本届“小梅花”称号的郑智元，今
年刚满 7 岁。一段京剧《三盗九龙杯》的

表演把主人公杨香武的武丑形象演绎得
活灵活现，举手投足轻灵敏捷，一颦一笑
诙谐机智，他一亮相就爆出满堂彩，给评
委们留下深刻印象。来自邯郸武安东关
小学的 9 岁女孩崔宇萱，凭借武安落子

《端花》摘得“小梅花”。本地方言念唱，加
上融入秧歌、高跷、民间舞蹈的手势、脚
步、眼神，小姑娘表演得细腻、风趣、有灵
气。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小选手们显示
出丰富的舞台经验，也给人带来戏曲事业
后继有人的欣慰感。

得益于创新编排，近年来，我省排演
的集体节目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活动中名列前茅，屡屡获奖。继去年评剧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摘得“小梅
花”后，今年由13位小选手共同表演的评
剧《花为媒·报花名》再次荣获“小梅花”称
号。“前几年，全省范围内报名的单人节目

和双人节目居多，集体节目很少，经过我
们不断引导和鼓励，近几年涌现出不少优
秀的集体节目作品。”贾吉庆说，集体节目
是小选手演唱与指导老师编排能力的双
重考验，需要通过造型、调度把握舞台整
体效果，体现节目自身特色。

近年来，依托各地开展的戏曲进校园
活动，专业演员走进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理解能力，或扎根学校开展戏曲兴
趣教育，或进行专业表演和讲座，不断激发
学生们对戏曲文化的兴趣。贾吉庆认为，
如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在做好戏曲传承坚
守的同时，还要做好戏曲“好苗子”的挖掘
和培养。其中，如何引导和助力更多孩子
学习戏曲是一项重要内容，这需要多方合
力，比如相关部门提供更多展示平台和空
间，更多戏曲人身体力行做好传帮带等。

第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我省再添15朵“小梅花”

期待更多“小梅花”绽放大舞台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收拾行装、准备药品、翻阅记录、检查
仪器……9 月 26 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次立新，最后一次检查
沉甸甸的行囊——作为中国援助尼泊尔加
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修复项目
现场管理组组长，他将于 9月 27日飞往尼
泊尔，与坚守在当地的同事们会合，对世界
文化遗产九层神庙主体修复进行验收。

今年 8 月，经过中方援助尼泊尔工作
队数年来的修复，九层神庙文物本体维修
工作圆满完成，恢复了原有历史风貌。中
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
建筑群修复项目由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
护研究院担任管理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承担整体修复任务。这是中国在尼泊
尔开展的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也是
河北古建维修史上首个参与的国家级对外
项目。

勇担重任

河北古建人首次走出国门

世界文化遗产九层神庙，又称巴桑塔
布尔塔，是尼泊尔历史上重要的王宫建筑，
地处“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
区，地理位置特殊，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2015年，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九层
神庙损毁严重。随后，中国政府将九层神
庙修复项目纳入援助尼泊尔震后重建总体
规划。2016年11月，商务部将该项目的修
复设计及项目管理任务委托给拥有丰富古
建筑修复经验的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
所（即今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
院）承担。

“这些年，河北古建人足迹遍布神州大
地，屡获国家和省级表彰，但走出国门开展
工作，还是头一次。”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张建勋说，接
到项目后，迅速召集全体业务骨干进行认
真研究，成立了基础勘察和勘测设计组、现
场管理组、国内协调组……为全面了解九
层神庙建筑群的形制和损毁状况，2016年
12月，孙荣芬等20多位我省古建领域专家
分两批奔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对九层神庙
进行现场勘察。

“到了现场发现，宫殿建筑损毁严重，
九层塔和东北角塔在内大约550平方米的
局部建筑完全倒塌，约80%的墙体变形、开
裂，大量木构件散落损毁。”孙荣芬回忆说，
河北古建人这些年先后参与西藏布达拉
宫、新疆伊犁将军府、云南昆明妙湛寺金刚
塔等文物保护维修项目，不少项目所涉及
建筑与九层神庙建筑格局有相似之处。汶
川地震及玉树地震后，河北古建人参与了
多项震后古建保护维修项目，积累了修复
震后文物的丰富经验。然而，面对九层神

庙损毁情况，依然感到任务艰巨。
现场测量测绘、进行病害调查、开展建

筑结构评估、收集查阅尼泊尔古建筑维
修规范性文件、走访老工匠和收集老照
片……一个多月后，专家们完成九层神庙
及附属建筑相关资料收集，制定了修复项
目总体设计思路。回国后，大家赶制完成
设计文本，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审核。
2017年4月尼泊尔考古局正式复函：对九层
神庙修复项目总体设计方案表示认可，对
河北专家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充分肯定。

风雨无阻

为九层神庙的修复护航

河北总体设计方案获通过后，根据具
体分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项目施
工任务，河北方面负责项目管理任务。也
就从那时起，河北古建人根据项目进度一
拨接一拨地飞赴域外，坚守在九层神庙修
复现场，风雨无阻。

尼泊尔的雨季十分漫长，每年5月至9
月，建筑物被迷蒙的雨雾所笼罩，对于文物
保护修缮来说，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和突
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对文物建筑的负面影
响巨大，是个棘手的难题。为了不误工期，
2017年5月，在正式施工前，河北古建人争
分夺秒，组织施工单位对神庙建筑物采取
支护措施。最终，保证了施工方得以顺利
进场工作。

督促审查安全管理体系；审查施工技
术组制定的临时用电安全方案、防火预案、
脚手架专项方案等；督促施工技术组对所
有施工人员安全培训……次立新告诉记
者，该项目的管理任务，除做好对项目的质

量、安全、进度、投资进行全程管理外，还要
做好对外（尼泊尔方面）协调和设计服务。

不仅如此，按照尼泊尔有关方面要求，
施工期间九层神庙室外部分继续开放，所
以对现场安全和文明施工提出更高要求。
为保证游客安全，河北古建人积极协调沟
通，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场地入口竖立醒
目标识和围挡，并制作项目介绍的喷绘图，
将场区物品分类有序放置，各种警示、标识
牌悬挂到位，施工现场设专人清扫……

为了对建筑本体加强保护，中方的工
作人员对通道门框、台阶、楼梯等易磕碰部
位都用木板衬垫保护。同时，严把工艺关，
坚持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做法，尽量利
用原构件最大限度保持和恢复古建筑的历
史风貌。

文 明 、有 序 、规 范 、和 谐 、严 谨 、细
致 ——数年来，河北古建人以务实的作
风、规范的管理和敬业的精神保证了施工
进度和质量，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

坚守岗位

为河北古建人赢得声誉

“九层神庙损坏严重，过去几年，一年
一度的传统节日洒红节无法进行。今年九
层神庙和杜巴广场重新举行庆祝活动，热
闹极了。”目前正坚守在九层神庙施工现场
的河北古建人杜胜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
加德满都街头游客日渐增多，人们对修缮
后的九层神庙纷纷予以称赞，心中倍感激
动和自豪。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九层神庙
维修工作依然有序进行。

开展文物建筑雨季观测监测工作；进

行数据采集和资料收集；提前准备防雷、安
消防、展示利用工作……“经过最近这两个
雨季的考验，修复后的九层神庙均无漏水、
渗水情况……”次立新说，五年来，所有的
中方人员团结一心，相互配合，以更加细致
的工作态度，陆续完成九层神庙坍塌复原
维修、金顶清洗安装及周边院落环境整治
等工作，直至如今九层神庙建筑群文物本
体维修工作圆满完成。

为确保修复工艺的原汁原味，修复中
还大量起用尼泊尔本地工匠。“九层塔的金
顶就是在我手里安装完成的。”参与修复项
目的尼泊尔木工普拉萨德十分自豪，“中国
专家说，修复文物要坚持‘最小干预，修旧
如旧’原则。跟着中国专家，我见识到很多
先进技术和理念，包括运用数字化技术记
录神庙的现状和文物历史信息。希望未来
能把这些都应用到尼泊尔其他文物的修复
工作中。”

“神庙建筑本体修复完成后，下步工作
重点将放在建筑展示利用上，根据尼方意
见，将延续九层神庙博物馆功能，同时按照
计划做好建筑避雷、安防、消防、技防等工
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说。

“看到我们的设计方案一步步落实，看
到九层神庙逐渐重现历史风貌，我们深深
觉得数年的辛苦、坚守没有白费，一切付出
都值了。同时，通过这个项目，也进一步提
升了我们自己的文物古建保护修缮技术和
能力。”次立新说，这次验收之后，他将继续
留在尼泊尔九层神庙修复现场开展后续工
作，和同事们一起奋战在一线，推动中国文
物保护理念和技术在尼泊尔古老建筑保护
中的实践，为促进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和世
代友好贡献“河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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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曹铮）今天，由
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河北省文学艺术中心承办的“河北文艺
家之家启用试运行仪式”在新落成的河北文艺
家之家举行。

河北文艺家之家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正定新区，与风景秀丽的河北省园博园临街相
望，总建筑面积 34122.92 平方米，主要功能空
间包含展厅、名家工作室、艺术馆、文艺研修
院、文艺剧场及辅助用房等。项目自 2019 年 5
月正式开工建设，于近期初步完成建设并投入
使用。

当天，河北文艺家之家举办了“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迎庆党的二十大河北省美术
摄影书法精品展、新时代河北文艺发展成就展、
河北民间艺术精品展等三项文艺展览。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迎庆党的二十
大河北省美术摄影书法精品展共展 156 件作
品，包括美术作品78件，摄影作品35件，书法作
品 43 件。其中，美术作品包含中国画、油画等
多个门类，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展现了河北大
地蓬勃兴旺的发展成就、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壮丽雄美的自然景观。摄影作品用影像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彰显了摄影艺术记录新
时代的重要作用。书法作品诸体兼备、形式丰
富、主题突出，呈现出洒脱奔放、热情洋溢的正
大气象。

新时代河北文艺发展成就展通过文字、图
片、实物、多媒体影像等多种形式手段，系统梳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文艺发展成果，激励全省广
大文艺工作者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河北
文艺家之家发挥功能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此
项展览作为常设展面向公众开放。

河北民间艺术精品展选取我省 11 个市及
雄安新区、定州、辛集等地的特色民间艺术产
品进行展览展示，充分挖掘、宣传燕赵文化资
源，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生命活力，旨在传承弘
扬燕赵文化，展示我省民间艺术优秀成果，宣传推介优秀民间艺术家，
坚定文化自信，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河北文艺家之家由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河北省文学艺术中心管理运行。河北文艺家之家是文化艺术
创作生产与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公益文化事业与公共文化服务
相结合的多功能公共文化设施，它将成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成果展
示、文化惠民、教学传承、服务群众、引领全省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
将成为全省文艺事业的高地、文艺人才学习交流的平台、文艺作品成果
对外展示的新窗口。

河北文艺家之家启用试运行仪式现场。河北日报通讯员 郭晓霞摄


